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前言

　　在中国历史上最伟大的抗日民族解放战争中，中国共产党和它所领导的八路军、新四军以及其他
抗日部队，依靠广大人民群众的支持，在日本侵略军占领的后方，建立了抗日民主根据地。
晋冀鲁豫抗日根据地是在敌后建立的主要根据地之一。
晋冀鲁豫抗日根据地，是以八路军一二九师为主，从1937年10月至1941年秋逐步建立的。
首先，以太行山脉为依托，建立了包括太行区和太岳区在内的晋冀豫区，尔后，扩展到河北南部，建
立了冀南区，并开辟了包括冀南、冀鲁豫边界在内的冀鲁豫区。
晋冀豫和冀鲁豫这两个战略区，合称为晋冀鲁豫边区。
　　在抗日战争中，由于战争形势不断变化，太行根据地的辖区和名称曾多次变更。
根据地开辟时期，由于地处山西、河北、河南三省交界地区，称为晋冀豫抗日根据地。
1939年7月，日军以重兵打通白晋路（从祁县白圭至晋城），在沿线建立据点，把晋冀豫分割为两个区
域。
1940年1月，经中共中央批准，白晋路以东为太行区，以西为太岳区，并在南西建立了晋豫区。
　　抗日战争时期，太行、太岳根据地是华北敌后幅员最大、人口最多的晋冀鲁豫边区中具有重要战
略地位的根据地。
中共中央北方局、八路军总部、一二九师和晋冀鲁豫边区政府等党政军机关都驻节太行区。
党政军许多杰出的领导人曾在这里战斗、生活，留下许多可歌可泣的感人事迹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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内容概要

　　在中国历史上最伟大的抗日民族解放战争中，中国共产党和它所领导的八路军、新四军以及其他
抗日部队，依靠广大人民群众的支持，在日本侵略军占领的后方，建立了抗日民主根据地。
晋冀鲁豫抗日根据地是在敌后建立的主要根据地之一。
晋冀鲁豫抗日根据地，是以八路军一二九师为主，从1937年10月至1941年秋逐步建立的。
首先，以太行山脉为依托，建立了包括太行区和太岳区在内的晋冀豫区，尔后，扩展到河北南部，建
立了冀南区，并开辟了包括冀南、冀鲁豫边界在内的冀鲁豫区。
晋冀豫和冀鲁豫这两个战略区，合称为晋冀鲁豫边区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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周年纪念而作目前宣传工作中的四个问题祝《新华日报》华北版成立周年纪念祝《新华日报》华北版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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致读者的信热情的期待——为晋东南全体同业进一言纪念“九一”记者节（华北《新华日报》社论）
展望前程——纪念本报三周年，迎接一九四二年（华北《新华日报》社论）华北《新华日报》编委会
对读者意见的答复本报更加地方化讨论意见一九四六年的“全党办报太行新华日报社、新华社太行分
社给全体通讯员的一封信太行新华日报社、新华社太行分社给各级党委宣传部、各办公室及全体通讯
员同志们的告别信太行《新华日报》终刊启事团结一致虚心学习（太行《新华日报》终刊社论）——
年来的本报华北“新华”第二年祝《太岳日报》创刊一周年⋯⋯后记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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章节摘录

　　在战火纷飞的险恶环境里，在物质条件极其困难的情况下，经过几个月的紧张的筹备工作，1938
年12月19日，在沁县后沟村，召开了报社全体人员大会，宣告新华日报华北分馆正式成立。
管理委员会主任兼总编辑何云同志，向大会宣布了《新华日报》华北版为隔日刊，每期四开四个版一
大张。
第一版，登载社论，刊发以晋冀豫为主的华北各地新闻；第二版为国内版，刊登华北战况和全国各战
场战况、国内要闻、陕甘宁边区要闻；第三版为国际版，刊登国际新闻、国际评论、外国报刊译文；
第四版是理论与副刊版。
每版约3000字，用新五号字排印。
　　12月24日，《新华日报》华北版创刊号印出试样。
30日，董事会审定创刊号版样后付印。
同日，报社在沁县召开座谈会，邀集晋冀豫区各界代表举行座谈。
何云同志报告了办报方针，把创刊号送给各位代表。
代表们极为兴奋，表示全力支持报纸工作。
有的代表说：“中国没有一个报纸能够像《新华日报》那么有远大的眼光，伟大的魄力，深入敌人后
方去反映抗战，组织抗战，指导抗战。
”　　1939年1月1日，《新华日报》华北版正式出版，四开四版，用麻纸铅印，隔日刊。
报纸出版后受到太行区广大军民的喜爱与支持。
报纸的发行量一开始就不是以干计算，而是以万计算的，以后每期发行3万余份。
　　建社初期，北方局为加强对报纸的领导，按照新华日报重庆总馆的体制组建了董事会，即党报委
员会。
成员先后有杨尚昆、彭德怀、左权、傅钟、罗瑞卿、陆定一、李大章、邓小平、刘伯承等领导同志和
报社社长兼总编辑何云、副社长兼副总编辑陈克寒。
副社长杜毓沄有时列席。
陆定一任党报委员会主任。
党报委员会每月讨论报纸工作，包括宣传报道计划和重要评论选题。
报社的陈克寒、韩进先后常驻北方局，负责联系工作，撰写重要评论。
　　报社的领导机构是管理委员会，何云同志任主任（当时不称社长），下设编辑部和经理部。
何云同志任总编辑，陈克寒同志任副总编辑，韩进同志调来后任副总编辑。

Page 5



第一图书网, tushu007.com
<<晋冀鲁豫边区出版史（山西部�>>

版权说明

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，请支持正版图书。

更多资源请访问:http://www.tushu007.com

Page 6


